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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容 摘 要 教育统计学是统计学的一般原理和方 法在教育领城的运用
,

是应 用 统计学的一 门 分支学科
。

文

章通过对其母体学科 —统计学的产生
、

发展及其基本理论的探讨
,

详细论述 了我 国及西 方教育统计的产生和发

展及教育统计学研究对象和学科性质等的基本理论问题
。

在此基础上
,

笔者进一 步阐述 了教育统计学在教育研究

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及对统计学的贡蔽
,

并对教育统计学的发展予以展望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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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今天
,

随着统计原理与方法在教育领域 的广

泛应用
,

人们对教育统计学这一术语已 经不再陌生
,

并且逐步认识到教育统计学在教育研究 中有着不可

忽视的作用
。

教育研究 的对象是人
,

是 以揭示人心

理发展规律从而制定科学的教育
、

管理方案 以便更

好的促进人的身心发展为最终 目标 的
。

因 此
,

教育

研究是一个很复杂 的过程
,

仅用 简单 的统计数字来

说明 问题是不够的
,

还要对有关的数字资料进行整

理和分析
,

并 以此为依据进行科学的推断
,

才能揭示

教育现象 中所蕴含的客观规律
。

教育统计学作为应用统计学的一个分支学科与

其母体学科 —统计学之间又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关

系
。

一方面
,

统计学为教育统计学提供 了 一种普遍

适用的方法论
,

另 一方面
,

教育统计学又是统计学在

教育领域的实际应用
,

两者之间是理论与实践
、

一般

与特殊的关系
。

因 此
,

要探讨教育统计学 的产生与

发展及其有关理论研究
,

离不开对其母体学科 的相

关探讨
。

本文就统计学 的形成
、

发展过程及其有关

理论研究来对教育统计学 的产生
、

发展
、

研究对象
、

学科性质及其对统计学的贡献等几方面的 内容进行

简要的论述
。

一
、

教育统计学的产生和发展

教育统计学作为应用统计学 的一 门分支学科
,

其产生
、

发展的历史基本上随着统计学 的发展而发

展的
,

因此要 了解教育统计的发展史
,

首先要 了解统

计学的历史发展
。

一 西方教育统计学的产生和发展

西方统计学 的产生
、

发展
。

统计学作 为一 门

科学
,

产生于欧洲
,

其发展过程可以大致划分为 个

时期
,

即古典统计学时期
,

近代统计学时期
,

现代统

计学时期
。

古典统计学时期是指 世纪中叶至 世纪 中

叶的统计学
,

这是统计学 的创 立时期
。

主要代表学

派有 国势学 派 和政治算 术 学 派
。

国 势 学 派 产 生 于

世纪 的德 国
,

其 主要 的代 表人 物 为海 尔 曼
·

康

令
。

该学派在国势 比较分析 中
,

偏重事物性质 的解

释
,

而不注重数量对 比和数量计算
,

为统计学的发展

奠定 了社会经济理论基础
,

属 于实 质性社会科学
。

政治算术学派产生于 世纪中叶的英 国
,

创始人是

英 国人威廉
·

佩蒂
,

其代表作是《政治算术 》一 书
。

该书利用实际资料
,

运用数字
、

重量和尺度对英 国
、

法 国和荷兰三国 的 国情
、

国力 做 了 系统 的数量对 比

分析
,

从而为统计学 的形成和发展奠定 了方法论基

础
,

成为统计发展史上不朽的光辉篇章
。

近代统计学时期是指 世纪末到 世纪末这

一百年间 的统计学
。

这 一 时期是统计学 的 发 展 时

期
,

形成了两大主要学派
,

即数理统计学派和社会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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计学派
。

数理统计学派产生于 世纪 中叶
,

其奠基

人是 比利时的统计学家阿道夫
·

凯特勒
,

他首 次提

出要把统计学与数学 中 的概率论相结合
,

以概率论

为基础确立统计研究方法
,

使统计学进人 了 一个新

的 阶段
,

并为数理统计学的形成与发展奠定 了基础
。

年德 国的维特斯坦第一次提 出 “

数理统计
”

一

词
,

以后又发展为数理统计学派
。

社会统计学派 以

德 国为中心
,

由德 国 经 济学家
、

统计学家柯尼 斯 创

立
,

主要代表人物有恩格尔
、

梅尔等人
。

该学派在学

科性质上认为统计学是一 门社会科学
,

是研究社会

现象变动原因和规律性 的实质性科学
,

以 此同数理

统计学派通用方法论相对立
。

现代统计学时期指 世纪初迄至今 日 的统计

学快速发展时期
。

这一 时期
,

数理统计学获得快速

发展
,

并进人鼎盛时期
,

主要表现为推断统计的快速

发展
。

自 年代起统计学受计算机
、

信息论等现代

科学技术的影响
,

新的研究领域层 出不穷
,

统计应用

的领域不断扩大
,

极大地推动 了应用领域学科的发

展
,

同时也促进 了 统计方法研究 的深人发展
。

在这

一阶段
,

由于数理统计学
、

特别是推断统计的飞速发

展
,

使得数理统计学派成 为现代 统计学 派 的 主流
。

同时
,

社会统计学派在这一时期也有所发展
,

并显现

出 由实质性科学 向方法论科学转变的趋势
。

西方教育统计学的发生与发展
。

作为统计学

的一门应用学科
,

西方教育统计学基本上是随着统

计学的发展而发展的
。

应用统计方法于心理学的研究始创于英国 的高

尔顿
,

他把高斯的误差理论推广到人类行为的测量

中
,

首创 回 归原理
。

世纪初
,

进人现代统计学 时

期
,

统计学的研究集 中于欧洲各国
,

当时很多从事心

里与教育研究的人
,

都在他们 的研究 中应用 了 统计

方法
。

后传人美 国
,

在这方面有较大贡献 的美 国心

理学家有桑代克
、

瑟斯顿
、

卡特尔等人
。

年桑代克 出版 的《心里与社会测量导论 》

一书
,

极力提倡心理学与统计学 为 工具来研究教育

学
,

使教育科学化
,

可以认为是世界上第一本有关教

育与心理统计学专著
。

随后美 国 的一些大学先后开

设教育与心里统计学的课程
,

并出版专著
、

教材
。

如

的《统计学 刚 要 》
,

的心里与教育统计学 》 等
。

进人 年代 以后
,

随着统计学应用领域的不断

扩大
,

应用数理统计方法研究教育与心里 问题得到

了较为普遍的推广
。

教育与心里统计进人了 以推断

统计为主要内容的 阶段
,

这 时教育与心里统计学包

括 了小样本理论
、

统计估计
、

统计检验等 内容
,

使得

教育与心里统计学的 内容更加充实
、

丰富
,

使用范围

更 为 广 泛
。

这 一 时 期 的 主 要 代 表 作 有

著的《教育研究 中 的统计分析 》
、

和 合 著 的《教 育统计学 —应

用与说明 》
、

肠 和 合 著

的《心里与教育 中的统计学 》等
,

在 年代至 年

代间
,

西方教育与心里统计学发展十分迅速
。

进人 年代 以后
,

随着电子计算机技术 的迅猛

发展
,

以往因 为计算繁杂而使应用 受到 限制 的统计

方法也随着计算工具的现代化迎刃而解了
。

在教育

与心里统计学的理论与方法方面
,

不但充实 了 描述

统计学
、

推断统计学的 内容和方法
,

而且还发展 了 多

元统计分析在教育与心里研究 和试验 中 的应用
,

从

而使教育与心里统计学 的应用范围更为广泛
,

内容

更为丰富了
。

二 中国教育统计学的产生与发展

中国统计学的产生与发展
。

我 国统计学最早

是在 世纪初 由西方传人的
,

其发展大致经历了三

个阶段
。

第一阶段
,

从 世纪初 由西方传人到 中华人 民

共和 国成立
。

这一阶段是中国军阀割据及 国 民党统

治时期
,

高等院校的统计学教材基本是介绍西方的

概率统计方法
。

当时主要翻译英
、

美
、

日等国 的统计

著作
,

其中以 年黄教贞
、

陆宗蔚翻译 出 版的美

国密尔斯的《经济和商业统计方法 》影响最大
,

推崇

为统计学的范本
。

这一 时期
,

我 国虽有个别杰 出 的

统计学家达到 国 际先进水平
,

但整体水平较低
,

普及

工作和应用研究与 国际水平相 比差距还很大
。

第二阶段
,

从新 中 国成立到 年峨眉会议
。

新 中国成立后
,

我 国统计学 的发展走过一段艰难 曲

折的道路
,

一方面对英美统计理论作为资产 阶级统

计进行批判
,

全面否定 另一方面全面照搬原苏联的

统计理论
,

大量翻译原苏联的统计理论书籍
,

特别是

受苏联 年召开的统计科学讨论极
“

左
”

思想 的

影响
,

排斥数理统计方法
,

认为数理统计是搞数字游

戏
,

搞繁琐哲学
,

而社会经济统计学是一门具有 阶级

性和党性的独立 的科学
。

总之
,

在峨眉会议召 开之

前
,

我 国统计学界所指 的统计理论是仅指社会经济

统计学
,

它是社会科学
,

不是通用科学
,

它是实质性

科学
,

不是方法论科学
。

第兰阶段 是 年 至今
。

年底
,

国 家统

计局召开全国统计教学
、

科研规划座谈会
。

这次会

议按照实践是检验真理 的唯一标准 的原则
,

解 放思

想
,

打破长期 以 来
“

左
”

倾思想形成 的禁 区
,

对统计

理论上的一些重要 问题进行 了 争 鸣
,

自此我 国统计

学 的发展 出现了百家争鸣的新局面
。

这一时期多数

人主张社会经济统计学与数理统计学 同为方法论科

学
,

两者在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上存在共同点
,

具有

相互融合的趋势
。

中国教育统计学的产生与发展
。

我 国教育统

计学是在 世纪初西方统计理论传人我国后
,

随着
, 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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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 国统计学的发展而逐步发展起来的
。

年代 到 年代
,

我 国教育与 心里统计学随

着西方教育与心理统计学及我 国统计学的发展得到

了 一定程度的普及和应用
。

我 国 当时在大学教育系

和 中等师范学校把教 育 与 心里统计学 作 为 必修课

程
,

也有不少学者从事这 门课程的讲授并撰写专著
、

教材
。

如薛鸿 志 的《教育统计法 》 年
、

周 调

阳 的《教育统计学 》 年
、

朱君毅 的《教育统计

学 》 年 等
。

这一时期
,

这些教材与专著 的 内

容大都属 于描述统计
。

进人 年代 以后
,

随着应用

数理统计方法研究教育与心里 问题的普遍推广
,

教

育与心里统计学逐步发展为 以推断统计为主要 内容

的 阶段
。

这一时期
,

国 内 出版 的 主要著作有沈有乾

著的《教育统计学讲话 》 年 和 次 年所 著 的

《试验设计与统计方法 》等
。

年代 至 年末
,

在 长达 多年 的 时 间 里
,

由 于 当 时 我 国 统 计学受 年 苏 联统计会 议 极
“

左
”

思想 的影响
,

人为的将统计理论方法与其应用

研究割裂开来
,

结果严重影响 了我 国统计学的发展
。

教育与心里统计学作为数理统计学的一门应用学科

自然也受到严重 的影 响
,

当时学校 中 的教育与心里

统计学课程被认为是资产 阶级 的产物而全部取消
,

在一般的教育研究中也没有人再用统计方法 了
。

在

这一时期
,

我 国教育与心里统计学 的研究 和应用都

与世界水平拉开 了距离
。

年代末至今
,

我 国统计学 的发展 出现 了百花

齐放
、

百家争鸣的新局面
。

年 四川 峨眉会议召

开以后
,

我 国统计学界掀起 了关于统计学是一 门还

是两门的学术讨论
。

自 年 国 家技术监督 局发

布《中华人 民共和 国 国家标准学科分类 与代码 》
,

将

统计学与数学
、

哲学
、

经 济学 等一起列 为 一级 学科

起
,

国 内有关统计学科建设与发展 的讨论 出现 了 一

种非常融合的气氛
,

构建大统计 的讨论也 因此应运

而生
。

人们似乎感觉到期盼已 久的真正意义上的 中

国统计学正 向我们走来
。

与此 同时
,

随着 电子计算

技术在世界范围 内 的 迅猛发展
,

计算机在统计工作

中也得到 了广泛的应用
,

从而简化 了统计工作 中 复

杂的数据处理
,

进而使得许多 因 为计算繁杂而使应

用受到限制的统计方法得 以广泛应用
。

此外
,

西方

教育与心里统计学理论研究在这一时期也获得迅速

的发展
。

当时我 国 的教育统计学就是在这样 的背景

下得 以恢复并发展的
。

在这一时期
,

国 内有影响 的

著作和教材 有 叶佩华 主 编 的《教 育统计 学 》

年
、

张厚架主编的《心里与教育统计学 》 年

等
。

二
、

教育统计学研究对象及学科性质的界定

任何一 门科学都需要首先明确它的研究对象和
·

科学性质
,

因 为它们 是构成该 门科学 的 理论体系 的

最基本且最重要 的 内容
。

要正确认定教育统计学的

研究对象及学科性质
,

必须首 先 明 确统计学 的 研究

对象和学科性质
。

关于统计学的研究对象
,

存在着两种观点
,

一种

观点认为统计学 的研究对象是统计工作 的 原 理方

法
,

另一种观点认为统计学 的研究对象是客体对象

的数量方面
。

衡量一 门学科 的研究对象
,

要看其最

终 的研究对象
,

而不是其研究的 内容
。

因此
,

笔者认

为统计学 的研究对 象是客观对象 的数量方面
,

而不

是统计工作研究 的 内 容本身
。

从广义上讲
,

统计学

可用于任何客体对象数量关系 及变动规律 的研究
。

从狭义上讲
,

统计学更侧重于具有 群体性质客体对

象的数量研究
,

个体对象的数量研究是为群体对象

研究服务的
。

此外
,

统计学研究 的 客体对象 的数量

表现
,

具有不确定性或随机性
,

随着测量工具的完善

和精确
,

数据的这种随机性变化就更 明 显
。

因此总

体性与随机性是统计学研究对象具有 的重要 内涵
。

通过对统计学研究对象 的探讨
,

不难推断教育

统计学的研究对象也应是客观对象的数量方面
,

即

教育现象中的数量表现和数量关系
,

而不是教育统

计理论方法
。

在教育研究 中
,

被观测 的对象不是客

观事物
,

而是人的 各种心里现象
,

其随机误差更大
,

不仅包括 由客观因素引起的测量误差也包括 由试验

者和被试者主观上一些不可控制的偶然 因素造成的

测量误差
,

因而也就使教育研究 中得到 的数据具有

更明显的随机性
。

这表明 了随机性也是教育统计学

研究对象的一个重要内涵
。

长期 以来
,

教育统计学的学科性质是不 明确 的
,

这直接影响教育统计学 的教学与应用
,

制 约着教育

统计学的正常发展
。

因此阐 明教育统计学的学科性

质
,

对于完善教育统计学的理论体系
,

指导教育统计

的教学与应用具有 十分重要 的 理论 意义 和 现 实意

义
。

同样教育统计学作为应用统计学 的一门分支学

科
,

对其学科性质的定位
,

自然应 以其母科学 —统

计学的学科地位为参照系
。

回顾统计学三百年的发

展史
,

尽管它在 自然科学 和社会科学 的广 阔领域 中

发挥 了 巨 大的作用
,

但就其学科性质而言
,

却是一部

横跨中外
,

纵横古今的争论史
。

争论的焦点在于
,

统

计学是实质性科学还是方法论科学 所谓实质性科

学
,

就是以 客观世界某一具体领域为研究对象
,

旨在

探索具体规律的科学 所谓方法论科学
,

就是本意不

在研究某一事物或某一学科领域 的具体规律
,

而是

仅仅通过某一学科或某一领域而寻求研究各种学科

普遍适用 的一般方 法
,

旨在指 导认识过程 的 科学
。

考察统计学 由古典统计学发展到近代统计学这一整

个历史
,

可 以看出统计学学科性质 有其 自身 的 演变

过程
。

这一过程表明 了 统计学起源于对社会经济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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象的研究
,

而最终发展成 为一 门 方法论科学的 必然
·

性
。

既然统计学是一 门方法论科学
,

教育统计学亦

应属 于方法论范 畴
,

只 是方法论 的 理论 层 次不 同
。

方法论科学有层次之分
,

其最高层次当属于哲学
,

可

以普遍适用于任何科学
,

具有最高程度的指导意义

其次是某一类科 学通用 的 方法论
,

如 数学
,

统 计学

等 再次是具体科学的方法
,

主要适用于某一具体科

学
。

教育统计学就属 于这一层次的方法论
,

其基本

方法源 自统计学
,

研究对象限制在教育学范围
,

是运

用统计学原理和方法研究大量教育现象中的数量表

现和数量关系 的一门方法论科学
。

从学科体系上考

察
,

教育统计学又是教育 学与统计学两 种科学相互

结合
、

相互渗透而生成的一门交叉学科
。

三
、

教育统计学的作用 及其对统计学的贡献

教育统计学作为具体科学 的方法论学科
,

在教

学
、

管理及教育研究 中发 挥着方法 和 工具 的作 用
。

具体表现为

教育统计是正确评价学生群体的学 习 状况
,

提高教育教学能力 的科学手段
。

作为一名教师要对

学生的学习成绩进行考核
,

对 自己 的教学效果进行

评价
,

单凭学生学习 成绩 的高低来 判定 自 己 的教学

情况是不科学的
,

要从整体来衡量
,

这就必须要有一

定的教育统计知识
,

否则无法科学的评价 出一个群

体的实质教学水平
。

教育统计是提高教育管理质量 的重要手段
。

无论教师还是校长都是某层集体的管理者
。

教师要

进行课堂及班级管理
,

而校长要进行学校 管理
。

要

做好管理工作
,

就要掌握管理对象的各方面情况
,

在

定量分析的基础上进行定性分析
。

教育统计是从事教育科学研究不可缺少的手

段
。

教育科学研究的最终 目的就是要揭示人心理发

展规律
,

从而制定科学的教育
、

管理方案 以便更好地

促进学生心理发展
。

因 此
,

教育科学研究 主要是 围

绕着人心理发展进行 的
,

这就需要对研究对象进行

精确的测量
、

统计以 揭示其 内在规律
。

教育统计学作为应用统计学分支学科与统计学

之间存在着不可分割 的 关系
。

统计学的一般原理和

方法是教育统计学 的理论来源
,

而教育统计学 又是

统计学的原理
、

方法在教育领域 的具体应用
。

但 随

着教育科学研究 的不 断深人
,

实践 中又会提 出 更多

的如何处理数据 的 问题
,

需要教育统计学加 以 研究

和解决
,

这又为统计学 的理论研究 提供或补充 了新

的研究 内容
,

可见教育统计学也是统计学理论发展

的重要源泉之一
。

随着教育统计学在教育研究领域 的广泛应用
,

教育统计学在教育科学研究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将越

来越明显
。

教育统计学作为教育科学研究的方法和

工具
,

实用性是它的生命
,

在未来 的发展 中
,

它将更

加朝实用性方 向发展
。

强调各种统计分析方法的应

用条件
,

应用范围
,

为各种决策提供服务
。

同时
,

将

会与计算机技术更加紧密结合
。

应用教育统计理论

与方法不再是统计学家 的专责 了
,

每一个教育研究

工作者都可以得心应手地利用 电子计算机应用各种

统计方法来分析问题
,

解决问题
,

并利用分析结果做

出决策
。

此外
,

在试验方面
,

将更重视各种试验设计

方法及数据的收集
,

使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更 为有

机地结合
,

从而使各种研究结论更具说服力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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